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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内容简介：今天大众所认知和熟悉的文学领域并不是文学圈子的全部，历
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总会有一些不为众人所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大家，许多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
很快被湮没，甚至一度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而最终还是未写进官方文学史，直到今天他们几乎都没有“
抛头露面”的机会，作者把这些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当代作家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本书就是揭示那些“失踪者”的真实面貌的一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从生平、生活、创作各个
方面，挖掘出废名，梅光迪，许君远，喻血轮等当年的文学大家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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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眉睫，作家，原名梅杰，湖北黄梅人。
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等，编有《许君远文存》等。
2004年开始在《中国图书评论》《书屋》《新文学史料》《博览群书》《鲁迅研究月刊》》《书脉》
《学位》《闲话》《译林书评》《青春潮》《中国联合商报》等发表数百篇学术书评、文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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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废名与废名圈
　废名与周作人
　叶公超、废名及其他
　并非丑化：废名的“真实”一面
　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
　讲堂上的废名先生
　——兼谈《废名讲诗》
　浮出水面的诗人废名
　关于沈启无
　——并说“破门事件”
　记住诗人朱英诞
　今人谁识朱英诞
　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以朱雯为例
　有关废名的学生赵宗濂
自由主义报人许君远
　许君远的北大记忆
　关于许君远
　许君远二题
　关于《许君远文存》简体版
　许君远年表
喻血轮的日记与杂记
　喻血轮和他的《林黛玉日记》
　喻血轮和他的《绮情楼杂记》
　《林黛玉日记》的作者喻血轮及其家族
　再谈《林黛玉笔记》及其作者
　喻血轮忆辛亥
　喻血轮年表
　不著书的梅光迪
　《文学概论讲义》整理附记
　“哈佛三杰”辨
　《文学演讲集》前言
　《梅光迪文存》编后记
　生前不曾著书的梅光迪
　梅光迪致胡适信函时间考辨
　梅光迪的家世
　梅光迪的《文学概论》
　附文：文学概论（前八章）
　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
　梅光迪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梅光迪年表
　文人与书的故事
　教师不是刘延陵的最后一首诗
　关于唐弢“袭录”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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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抗战时期的一篇佚文
　雪峰寓言的遗篇
　关于《小卒过河》
　汤用彤与《青灯泪传奇》
　邢绣娘与邓文滨非同时代人
　丰子恺的《黔桂流亡日记》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出版的前前后后
　影响我成长的七本书（代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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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最近读到傅国涌先生的《叶公超传》，不由得想起他的得意弟子梁遇春，还有他另
外几个弟子和学生，如早年在北大的石民和废名，后来在清华的钱钟书、常风。
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
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钟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
但长期以来，他们蒙批历史的尘垢，早已淡出学人的视野。
当中又尤以石民、常风为甚，何曾有人知道有个诗人叫石民，有个书评家叫常风？
即以《叶公超传》为例，其中对于石民只字未提，可见石民被遗忘的程度，而傅先生关于其他诸人也
只是片言只语，显得语焉未详，这对于读者未免是件憾事。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不久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是个小官，但家道由此中兴。
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
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
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黄冈）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
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
，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
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
对于初进全国最高学府的青年学子来说，积累知识和学问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朋友往往会疏忽。
何况他们都是后来梁遇春所说的有“不随和的癖气”之特色，他们的特立独行在北大校园是很著称的
。
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
他的文艺活动很早，刚进大学就发表诗歌和小说，引起胡适、陈衡哲等一些师生的注意。
他还加入浅草社和语丝社，并且常常登门拜访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
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
到，非常用功。
”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
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
人还是翻译的好手。
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
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
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
于是梁遇春获得了“少年教授”的美誉，这很令人想起叶公超初到北大。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
和感叹。
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新月》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
”。
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
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
给废名发表。
《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
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
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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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
未能维持下来。
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
务，可惜梁遇春固辞。
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梅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发掘珍贵而渐已不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料著称于世。
他对故乡湖北黄梅的历史人文，怀着浓浓的乡情。
无论是对废名的研究，还是对喻血轮及其家族文人群的研究都极见功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他以同样执著而奋发的精神对学衡派诸公的研究，特别是梅光迪研究，不仅材料翔实，而且富于创意
，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如收入本书的《梅光迪年表》）。
值此学风浮躁、空论充斥之时代，深感梅杰及其著作确是“一颗奇异的种子”，必将长成茁壮的大树
。
　　——汤一介 乐黛云　　　　对梅杰（眉睫）十年学术文集的出版，我持十分欢迎和肯定的态度。
梅君发掘和研究“失踪作家”，即近几十年来被冷落和忽视的作家之功，陈子善、谢泳等先生都作了
很好的论述，珠玉在前，无须重复。
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是梅杰关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这一点实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义。
从低一点的视角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切己而普世，此正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
从高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根本上就是乡土的和宗族的，近几十年变化虽多，本质却还依旧。
梅杰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绩（包括挫折和失败），也就具有更为广大和深远的意义了。
因此，我十分看重梅杰的工作，认为其指标性的价值，实在不亚于其学术文章达到的水平和创造的价
值，也许还更大一些，更值得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心也。
　　——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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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是一本记录很多人闻所未闻的文学大家的故事，讲一些与主流文学价值观不合
拍的文学，但这些“失踪者”却是文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他们就是补充现当代文学缺失
多年的部分，使之更加全面和真实，同时也能更多地启示当代文学。
这本对文学家研究的小集子，之于中国文学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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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梅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发掘珍贵而渐已不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料著称于世。
他对故乡湖北黄梅的历史人文，怀着浓浓的乡情。
无论是对废名的研究，还是对喻血轮及其家族文人群的研究都极见功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他以同样执著而奋发的精神对学衡派诸公的研究，特别是梅光迪研究，不仅材料翔实，而且富于创意
，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如收入本书的《梅光迪年表》）。
值此学风浮躁、空论充斥之时代，深感梅杰及其著作确是“一颗奇异的种子”，必将长成茁壮的大树
。
 --汤一介 乐黛云 对梅杰（眉睫）十年学术文集的出版，我持十分欢迎和肯定的态度。
梅君发掘和研究“失踪作家”，即近几十年来被冷落和忽视的作家之功，陈子善、谢泳等先生都作了
很好的论述，珠玉在前，无须重复。
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是梅杰关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这一点实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义。
从低一点的视角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切己而普世，此正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
从高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根本上就是乡土的和宗族的，近几十年变化虽多，本质却还依旧。
梅杰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绩（包括挫折和失败），也就具有更为广大和深远的意义了。
因此，我十分看重梅杰的工作，认为其指标性的价值，实在不亚于其学术文章达到的水平和创造的价
值，也许还更大一些，更值得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心也。
 --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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